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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的民族主义 

 

蒋立峰 

 

    进入21世纪，日本仍处于选择新的发展战略的过程中，这一选择集中体现在修改宪法问题上。宪法是国家的
根本大法，是主导国家发展方向、限制国家发展道路、规定国家发展方式的最重要的法律。随着时代的发展、形
势的变化，修改宪法有其必要性，修改宪法是国家的内政。但鉴于历史的经验，作为日本邻国的中国对日本修改
宪法的动向给予高度注意是理所当然的。当然，修改宪法不仅仅是几位政治家、几位议员、几位学者的事，更是
全体国民的事。所以说，日本国民的意识和主张、权利和要求应是决定修改宪法前途的基本因素。那么，民族主
义在当代日本国民意识或当代日本社会思潮中占据何等地位，具有多大影响，实事求是地讲，恰恰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学者研究得还不够充分，尚未能做到准确把握，因此对日本发展前景的判断显得根据不够充足。 

    1995年以来，日本社会思潮的变化出现了许多令人担忧的方面。由众多国会议员参加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出版
《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妄图为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历史翻案，全面暴露了日本政界和学术界一小股右翼
势力反动荒谬的历史观。应该看到，这种宣传并非势单力孤，而是一批人、一批书，此外还有西尾干二的《国民
的历史》，深田祐介、金美龄《敌人是中国》、石原慎太郎《抛弃“美国信仰”—2001年之后的日本战略》等不
一而足。他们阐述的内容各有不同，但著书的目标是一致的，即煽动以反美、反中为要素的、以近代合理主义为
基本理念的日本的民族主义。此后又有右翼学者组成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严重歪曲历史、美化日本侵略的
历史教科书之举。这些人的民族主义观点理应受到批判和抵制，但事实上却博得众多日本人的好感和支持，石原
慎太郎也顺利地当上了东京都知事。有20万青年读者的《SAPIO》公开宣扬“台湾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要加强
国防军建设，建造航空母舰。更有甚者，则是小林善纪的《新傲慢主义宣言》，其中的《战争论》、《台湾论》
堪称各种反动观点的集大成者。1998年7月出版的《战争论》否认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却又辩称日本当年的
侵略战争是“为打破ABCD包围圈而战”，“为解放亚洲而战”，自相矛盾地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贴上“正义”
的标签。它进而为东条英机等大战犯唱颂歌，否定东京审判，否认南京大屠杀。《台湾论》以污蔑、谩骂、歪
曲、篡改的卑劣手法在有关台湾的一切问题上与中国作对，恶意篡改台湾历史，无耻歪曲台湾民心，美化日本在
台湾的殖民统治，吹捧李登辉，鼓动台湾独立。他的歪曲历史真实的历史观在日本社会中的影响决不会小。小林
对日本现政府和大多数政治家不以为然，严词批判所谓日本的“软弱外交”，为此应将桥本龙太郎称为“足本龙
太郎”（“在人足下的龙太郎”之意），而对石原慎太郎推崇备至，认为石原最有资格当首相，可见此二人的思
想是一脉相通的。这种石原—小林意识对日本选择21世纪国家发展战略，对当代日本国民意识究竟有多大程度的
影响，在当代日本社会思潮中占据了多大成分，值得深入探讨。中国人民和一切有正义感的日本人岂能等闲视
之。 

在这一背景下，当代日本社会思潮中的民族主义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在冷战后的世界，“民族主义”
一词颇为流行。引伸一句家喻户晓的台词就是，“你说我是民族主义，我说你是民族主义，究竟谁是民族主义，
自有山姆大叔的判断最合理”。在一些中日交流的场合，中方谴责日本对民族主义的发展不仅不加以限制反而有
意纵容，日方则批评中国不反省自身的民族主义对两国关系发展形成的负作用，表面上看来似乎在如何对待民族
主义的问题上中国与日本是半斤八两，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我国一些名刊名家的专门论述民族主义的文
章，也对民族主义的理论内涵界定不清，对外国攻击我国也在煽动民族主义不置辩驳，甚至认同民族主义是否发
展成为极端民族主义也是我国面临的重要问题。正如一些日本人为侵略战争翻案时说战争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别
一样，在这些文章里似乎主张民族优越和弘扬民族精神、推行民族扩张和维护民族利益没有本质区别，都可以纳
入民族主义范畴。这显然是皮毛之论。 

民族主义是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只能界定在近代民族国家时期的内外阶级关系之内，即指资产阶级在
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显然具有进步的、革命
的意义。但在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形成后，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其民族主义则体现为在近代合理主义指导下推
行的民族扩张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殖民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显然是反动的、必须加以否定的。于是又出现了压
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区别。如果把二者混为一谈、同等对待，显然就是抹杀了被压迫民
族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伟大意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爱国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不能把民族主
义一般化为民族优越感和爱国精神。在现代乃至冷战后时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远未消亡，其本质并没有变，只
不过获得了新的发展，丰富了新的内容，故而往往被称作新民族主义。总之，民族主义原本就是阶级关系范畴的
概念，将民族主义非阶级关系化、认为民族主义只要不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就是“好”的民族主义的观点是难以
令人首肯的。郑永年在香港《信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现代国际关系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辅助于资本主义



的则是现代形式的民族国家。这种民族国家具有无限的扩张力，资本主义加上民主大大强化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扩
张能力。在分析当代美国、日本等极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主义的发展时，郑氏的观点很值得重视。不过需
补充的是，军事技术实力不仅是近代民族主义推行扩张政策的重要依托，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增强扩张能力的重要
手段。 

    冷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正是利用民族主义的概念被普遍模糊的有利条件，在其掩护下借“形”还魂，欲以新
的装束和打扮蒙蔽世人，重行扩张势力、谋取霸权之实。小泽一郎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他对当前日本国内形势
的分析是，“如今的日本很像历史上的昭和年代，也就是在大正时期泡沫经济破灭后，为战争开辟道路的昭和年
代。如今的日本即将重蹈历史的覆辙”。由此不难想象当前日本民族主义蔓延的严重性，对此我们应保持一定的
警惕性。尽管当代日本社会思潮的主流还是和平民主主义，但要注意一种主要倾向掩盖下的另一种倾向，对当前
日本的民族主义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大国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发展蔓延，若不加以深切关注，给以必要的限制与
批判，必将对日本造成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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